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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为我旗铝产业找到了新出路，是我旗
铝业实现转型的关键。”采访中，多位铝行业人士
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们所说的，正是以
煤电铝一体化为突破口，进而建立完善的铝产业
链，从而有效破解铝业发展瓶颈的一次改革。

过去，我旗铝产业的格局是“两头大，中间
小”，氧化铝产能和加工能力充足，但电力保障不
足，电解铝产能跟不上，这样每年的氧化铝源源
不断地调往外地，又得从外地调入电解铝，加大
了全社会的物流运输成本。另一方面，我旗有煤
能发电，但煤发电却不能直接用于本地铝产业，
要上大电网后再供给企业，用电成本高，导致电
解铝企业开工率不足。

如果我旗的煤就地发电供给本地铝生产企
业，不失为一条好路子。近年来，我旗立足资源优
势和产业基础，打造以循环经济为原则，高科技、
高效益的现代化铝产业园区，推动煤电铝产业链
条逐步延伸，培育工业发展新动能，让煤电铝产
业走向一体化、高端化变成了现实。

走进内蒙古新长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干净
整洁的厂区让人眼前一亮。在公司内的高纯精铝
生产车间里，一套全封闭的全自动无人智能制造
生产线正在热火朝天地高速运转，嗤嗤地将滚烫
的铝水缓缓地注入标准的模具中。流水线上，传
输带将一根根银灿灿的成型铝锭有条不紊地传
送到车间的另一侧，一块块银白的高纯精铝铝锭
走下生产线，几位工人开着叉车，将铝锭层层叠
摞后码放成垛，即将发往广东、河南、广西等地的
下游预订商手中。作为在达拉特经济开发区落地
的第一家铝企业，新长江正是看中了开发区临近
矿区、电厂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在 2011 年为开
发区煤电铝产业发展铺下第一条链轨。

“煤电铝这个产业对于达拉特旗是一个特别
适合的产业，因为这里的煤往出运输成本是比较
高的，但如果把煤变成一些其他的产品再往出运
输，这个地方可能就不受限制了。像煤电铝实际
就是把煤变成电，电然后变成原铝，然后再变成
高纯铝，再把高纯铝变成后面的电子铝箔，腐蚀
化成箔，这样的话就由原来的资源型的优势变成
了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量的一种优势。”内蒙古

新长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广平告诉
记者。

然而，这个第一家铝企业发展并不一帆风
顺，也经历了“起死回生”的艰难境遇。2013 年，迫
于市场行情不景气，再加上资金和技术的压力，
企业停产开始整顿重组。2017 年底，随着全国高
纯铝需求市场的回暖旺盛，以及开发区氧化铝、
电解铝等上游铝产业项目的相继落地，内蒙古
新长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政府帮助下实现了
复产，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目前园区煤电铝的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

从上游的氧化铝到中间的原铝，再到后面的铝
的深加工，产业链初步已经形成。后面我们会根
据市场和生产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启动计划，逐
步来实现达产达指标。”张广平如是说。

氧化铝项目是铝产业链条上的基础项目。
继新长江高纯铝项目之后，2011 年，内蒙古鑫
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氧化铝项目在达拉特经济
开发区开工建设，2013 年 10 月成功投料试车，
现已完成投资 57 亿元，公司以生产冶金级氧化
铝为主，是目前中国最北部及内蒙古唯一上规
模的氧化铝生产企业，为我旗煤电铝产业链再

铺一轨。该项目以铝土矿为原料，充分利用当地
低热值煤、工业烧碱、电力等资源优势，采用拜
耳法工艺生产氧化铝，一期年产 100 万吨氧化
铝项目第一条生产线已建成，产能达成 50
万吨，第二条生产线已建成，正处于收尾阶
段。

内蒙古鑫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技术部
经理任云翔说：“因为氧化铝是一个能源型
和资源型相结合的企业，特别是能源型消
耗是非常大的，选择这里作为我们的生产
基地，就是因为鄂尔多斯特别是我们园区

内，整个的能源优势是相当明显的，相比于其他
地方我们能源供应充足，并且质量可靠，能够形
成一个很完善的工业基地。”

目前，内蒙古鑫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生产
的氧化铝主要销往蒙泰、新希望、包头铝业、大
唐铝业以及新疆建业等公司，30%的产品供应园
区内，这样大大缩短了运送距离，运费也大幅度
降低，这对企业的发展很有竞争力。

氧化铝是电解铝的工业原料，电解铝则是
高纯铝的原料。2017 年，随着内蒙古蒙泰集团有
限公司年产电解铝项目落地，氧化铝—电解
铝—高纯铝的铝产业链条实现了一体化接轨。
蒙泰电解铝项目完成了上下游铝产业链条的扣
环，为我旗铝企业降本增效注入了活力。

同时，就在今年 6 月份，内蒙古蒙泰集团有
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高新铝合金材料项目正式
开工。项目结合我旗的产业基础优势，在高强铝
合金、高性能铝合金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推动
煤电铝产业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环境负
荷方向发展，标志着我旗铝产业由煤 - 电 - 铝
向煤—电—铝—及铝基高新材料发展迈出了实
质性步伐。

内蒙古蒙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奥文华告
诉记者：“我们现在向煤电铝，包括下边的精铝
的加工、铝的新材料等方面延伸，借助我们前端
优势，再次发展我们的后续产品，延长产业链，
增加附加值。”

据统计，目前达拉特经济开发区已建成电
力总装机 418 万千瓦和 100 万吨氧化铝、4.2 万
吨高纯铝、18 万吨铝板带产能，在建 72 万吨铝
板带、1500 万平方米腐蚀化成箔项目，构建起煤
电铝一体化的循环经济发展新样本。

煤电铝：同舞蹈，共精彩
本报记者 白晶晶

一个个风格迥异的村庄错落有致，一条条宽
阔干净的道路纵横交错，一株株绿油油的农作物
茁壮成长，一张张幸福的笑脸美丽绽放……行走
在吉格斯太镇乡村沃野间，处处是多彩迷人的景
象，散发着昂扬向上的勃勃生机。勤劳奋发的吉
格斯太人已奏响了乡村振兴的奋进强音，正在这
片沃土上奋力谱写着新时代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的华美篇章。

党的十九大以来，吉格斯太镇紧紧抓住国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好机遇，立足全镇地理条
件、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等实际状况，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体要求，聚焦薄弱环节，强化改革创新，科学
规划、精准施策，锐意进取、后发赶超，全力推进
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各
项重点工作，努力建设富饶、美丽、文明、智慧、魅
力、活力吉格斯太。

特色产业富百姓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
石。吉格斯太镇按照“稳粮扩经、增饲促牧、特色
增效”的发展思路，引导农民不断转变思想观念，
大力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全面提升产业发展水
平，着力推动主导产业规模化、特色产业多元化、
农畜产品质量标准化，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中伏时节的正午，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大
地，天气极为炎热，可吉格斯太镇龚吉仁村的王
万良老两口却顾不上歇息，匆匆吃罢简单的午饭
后便立即来到离家不远的菜地里，督促几名工人
抓紧采摘青椒和茄子。“今天下午必须得装满一
车送到呼市，很多客商一直打电话催促！”王万良

一再叮嘱工人们。
王万良老两口已种了大半辈子地，可 2017

年以前种植结构单一，一直以玉米等大田作物为
主，辛辛苦苦耕作一年，收入却并不高。“地不能
再照这样种下去了，一定得转变观念想办法种点
其他农作物，好好提高经济效益。”看到我旗其他
地方的农民靠种植蔬菜等发家致富，王万良经常
这样琢磨着。

2017 年，在镇政府的引导下，王万良家率先
尝试种了 3 亩青尖椒，年底一算账没挣没赔，只
保了个本。“万事开头难，哪能一下子就成功了！”
王万良并不灰心。2018 年，王万良将蔬菜种植面
积扩大到 11 亩，一年下来净利 15 万元，每亩平
均纯收入高达 13000 多元。

2019 年，尝到甜头的王万良又将蔬菜种植
面积扩大到 45 亩，其中尖椒 32 亩、青椒 10 亩、
茄子 3 亩。“我们这儿的地土壤好、无污染，种出
来的蔬菜品质好，销路也好。我家的蔬菜都卖到
呼市去了，自从上市以来，每天都要往呼市拉满
满一车，很多客商都抢不上，今年效益肯定不错，
比种玉米强多了。明年我还要继续扩大种植规
模，比今年翻一番，争取种到 90 亩左右！”望着满
地的蔬菜，王万良的心里乐开了花。

看到王万良家种蔬菜挣了钱，这两年，附近
的一些村民也跟着种起了蔬菜，经济效益都不
错。

当王万良夫妇忙着卖菜时，大红奎村的田志
刚夫妇也顾不上歇息，正冒着酷暑精心伺弄着一
大片绿意融融的白葱。“这一地白葱可都是抢手
货，根本不愁卖！”田志刚自信地说。

田志刚夫妇原本在外打拼创业，各自都有很
好的事业。2014 年，看到农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夫妻二人舍弃大好事业返乡发展特色种植
业。经过自身 4 年的不断摸索和镇政府的积极引
导，2018 年，田志刚夫妇大胆尝试种植了 60 亩白
葱。收获时节效益喜人：亩产 12000 斤，十分畅
销，仅 4 天便销售一空，每斤 0.5 元，每亩毛收入
6000 元、纯收入 3000 元，当年获利 18 万元。

首年迎得开门红，田志刚夫妇信心和干劲倍
增。2019 年，他家种植白葱 170 亩、西瓜 120 亩，
特色种植面积更大、品种更多、模式更优、效益更
好。其 120 亩西瓜地为“两年三茬”种植模式：当
年春季种植西瓜，7 月上市销售；当年白露时节再
种植白葱，来年 6 月中旬上市销售；来年 7 月再
种圆菜，深秋时节上市销售，让有限的土地资源
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田志刚粗略估算，今年他
家仅特色种植业一项就能获利 50 多万元。

像王万良、田志刚夫妇一样靠特色产业发家
致富的农民还有许多。当前，吉格斯太镇已探索
形成了瓜果蔬菜、牧草饲料、小杂粮、奶牛、肉牛、
生猪、肉羊等多种特色产业，农业效益显著提升，
老百姓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合作经营增效益

“今年玉米每亩能增产 200 斤、小麦每亩能
增产 100 斤，农资成本也大大降低，每亩能省碳
酸氢铵 200 斤、磷酸二铵 20 斤、尿素 30 斤……
总体算下来每亩能节约农资成本 130 元，合作社
成员的 1200 亩土地可节约成本 15.6 万元，每亩
收益预计能增加 220 元！”虽是夏末秋初，可吉格
斯太镇张义城窑村北刘社红霞种养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蔺茂林心中却早已算好了一笔账。

蔺茂林何以如此自信？他的这份自信源自全

镇土地经营模式的创新，源自合作社推行的“一
统三联”合作经营模式。

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加快，
过去包产到户形成的耕地资源碎片化、生产经营
分散化、土地耕作粗放化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农
业农村发展。为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提升全镇农
业产业发展活力，吉格斯太镇大胆改革创新，探
索推出了一系列以“合作共赢”为理念的新型土
地经营模式，着力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
化发展，提高土地产出效益。

北刘社红霞种养专业合作社推行的“一统三
联”合作经营模式，正是全镇新型土地经营模式
中的一种。其围绕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以

“节本省工、增产增收”为目标，以统一思想为前
提，以“三大联合”为支撑，实现了“九个统一”，土
地由分散经营转向适度规模经营。此模式下，除
田间植保作业由农户自行管理外，其余全部交由
合作社统一组织实施，农户成立监事会，全程参
与监督，最后按亩向合作社交纳相应服务费。

“一统”，即统一思想；“三联”，即联耕联种、
联管联收、联营联销。联耕联种是指由村组统一
组织，打破畦垄堰道，将碎片化的耕地集中起来，
实现有组织的连片种植，做到了统一打破地垄、
统一种植品种、统一采购农资，解决了农业产前

“土地”怎么联合的问题。联管联收是指由合
作社与农户共同商定，统一耕作时间、统一享
受政策、统一秸秆利用，而田间管理由农户自
行负责，解决了农业产中“生产”怎么联合的
问题。联营联销是指由合作社与农户共同商
定，统一农企合作、统一产品销售、统一利益
分配，解决了农业产后“经营”怎么联合的问
题。今年，合作社与金泰禾农牧业开发有限公

司签订了 800 亩玉米、与蛇肯点素面业公司签订
了 400 亩小麦、与正时草业公司签订了 800 亩玉
米秸秆回购协议，并以保底价格包销全部产品。

“一统三联”合作经营模式对于农户来说，到
底有哪些好处？蔺茂林心中的那笔账又是怎么算
出来的？

“这种模式下，农业生产实现了‘五增一降’，
即增面积、增地力、增产量、增效益、增信心、降成
本。”蔺茂林用一句简短的话概括道。他介绍说，
统一经营后，打破了地垄界线，还将一些撂荒地
进行整合，新增了 60 亩耕地；合作经营的土地全
部使用了水肥一体化技术，施肥量、农药量、灌溉
量全面降低，且农资全部统一采购，比过去单家
独户采购便宜，农业投入成本大幅下降；种植技
术更加科学，田间管理更加精细，产量显著提高。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好处，还有一些隐性的好
处。“一方面，通过科学施肥、合理用药，既增加了
土壤有机质含量，又增强了土壤蓄肥保肥能力，
对农业的长远发展非常有益；另一方面，这种经
营模式省工省力，收益还高，农户的信心也增强
了，必将推动农业更好地发展。”蔺茂林说。

2019 年，吉格斯太镇 18 万亩耕地中已有 6.6
万亩实现了合作经营，达到总耕地面积的 36.7%。

(下转二版)

吉格斯太镇：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
本报记者 郭建军


